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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江亚萍 组版胡燕舞 校对陈文彪小记者

所见
（清）袁枚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一个夏天的傍晚，天气闷热，夕阳西下。

这时，远处一个牧童悠闲地骑在又

肥又大的黄牛背上。牧童身上穿了一件

红色的上衣，一条蓝色的裤子，头上戴着

一顶草帽，草帽下面有一双像葡萄一样

水汪汪的眼睛。他那嘹亮的歌声一会儿

高，一会儿低，在树林间回荡，大黄牛好

像听懂了牧童的歌声，摇头摆尾起来。

忽然，牧童听到柳树上一只蝉在鸣叫，他

灵机一动想要捕捉蝉儿观察观察，他立

马闭上嘴巴，停止歌唱，轻轻地跳下牛

背，悄悄地走到柳树下，屏住呼吸，飞速

地扑上去，终于抓住了蝉。

牧童开心地笑了，他跳上了牛背，踏

上了回家的路。

经典阅读 放飞童心
“少年中国说”第二届读书征文活动报名热度持续

星报讯（陈莹莹）“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

人的阅读史。”本月初，本报联合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

的第二届“少年中国说-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征文活动

正式启动。来自全市的热爱阅读的孩子们积极询问，踊跃

投稿。据了解，本次活动主题为“经典阅读 放飞童心”，旨

在用有纯正文学品质的作品滋养童年，给孩子最好的精神

营养，进一步激发孩子们的阅读热情，做一个爱读书、会读

书、读好书的少年。

“国际安徒生奖”是在 1956 年设立的世界性文学奖

项，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曹文轩、贾尼·罗大里、托芙·

扬松……我们熟悉的这些儿童文学大师都是国际安徒生

奖的获奖者。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得到该奖项主办方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的官方授权，这在国内尚属

首次。出版社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少年儿童奉献最好的精

神食粮，2014年出版了第一辑“国际安徒生奖”书系作品，

为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和童书译介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也为

孩子们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从1956年到2014年，“国际安徒生奖”31位儿童文学

大师的作品都值得我们去欣赏、去探寻。无论你阅读过书

系中的哪一本书，都可以发挥想象，天马行空描绘一个自

己的童话世界。

本次活动截止到本月底（12月31日）。投稿平台目前

仍在开放，亲爱的小读者们，不要埋没了自己的创作才华，

大胆展示自己的实力吧！第二届少年中国说-国际安徒生

奖大奖书系读书征文活动等你参加！来稿请寄：市场星报

教 育 研 学 部 ，联 系 人 ：李 老 师 ，联 系 电 话 ：

0551-64376949。信封上请注明“少年中国说”字样，同时

将文稿电子版发送至电子邮箱：scxbxjz@163.com。（参赛

文稿上请注明作者姓名、指导老师、学校以及联系电话）

个周六的下午，我参加了星报小记

者组织的“超强记忆力体验课”，收

获很多。

我认识了米饭老师，米饭老师先给我们表

演了一下她超厉害的记数字能力。我们现场

的小记者随机报出了50个数字，她只花几分钟

就全部记住，而且给我们从前往后、从后往前

都背了一遍，我们都惊叹地鼓起了掌。她后来

上的课非常有趣，还让我学会了初三才学习的

化学元素表。不信，我就背出来。一开始她教

我们这样背青蛙、海洋、鲤鱼、皮球、朋友、炭

火、弹弓、羊肉串、佛像、奶牛……一共 20 个词

语，然后她教我们只背第一个字，串在一起就

背出了化学元素表。我还因为上台表演获得

了一个哆啦A梦玩具。

老师还教了我们一些关于大脑的知识，我

也知道了我们平常使用的机械记忆只用到了

左脑，如果调动了右脑的功能，那记起来不

仅快速而且长久。关于利用地点就能把一串

词语记住，我们也亲身尝试了。最后爸爸妈

妈和小记者，还共同通过一些小训练培养自

己的专注力。

两个小时的课程我发现比平常上课时间

过得还快，在收获了小礼品之后我们都依依不

舍地回家了。我想这些方法一定会在我接下

来的学习中发挥作用的。

米饭老师的课
合肥市长淮新村小学三（1）班 张粤洋 指导老师 钟燕凤

上

天带着热情，悄悄地从我们身边溜走，

秋天妹妹便迈着轻快的脚步来到了我

的身边，用她那神奇的画笔，点染着世间万物。

瞧，梧桐树上的叶子有的像一只只黄蝴蝶

飞落在地上，有的挂在枝头，像是在风中坚守

岗位的小哨兵；有的仍然是绿的，但仔细一看，

这绿中还泛着一点黄呢！

银杏树上的树叶，全部都变黄了。轻轻

折下一片，发现它的叶柄很细，叶脉也十分

细。不同的是，别的树叶的叶脉都是横竖交

叉在一起的，而它，都是竖着的。它由两片

叶子组成，像一对兄弟一般亲热，挨挨挤挤

地生活在一起。

就在我入迷地凝视着银杏叶时，一片火红

的枫叶悄悄地落到了我的肩头。我小心地握

住它的叶柄，仔细地观赏了起来。枫叶，小巧

玲珑，像个小手掌，十分好看。但为什么它们

现在是红色呢？那是因为秋天天气干燥，让枫

叶中的水分都流失了；水分流失后，枫叶便会

产生花青素，是花青素让枫叶变红的。枫树

上，枫叶全红了，像一团燃烧的火。落在地上，

像给大地盖上了一层红地毯。踩着满地的枫

叶走着，发出“沙沙沙”的轻轻的声音，那是秋

天最美的音符。

人们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可我觉得“一

年之美在于秋”。我爱秋天，更爱秋天的树叶！

秋天的树叶
合肥市和平小学东校五（5）班 汪暄晧 指导老师 梁静

夏

离集烧鸡是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的特

色传统名菜，因为我的老家就在宿州，

所以我最喜欢的就是符离集烧鸡。符离集烧

鸡我最熟悉不过了，每次奶奶来我家过几天或

者我去奶奶家过年，她都会给我买一只香喷喷

的符离集烧鸡。洁白的盘子上衬托出一只呈

棕红色的整鸡，还散发着阵阵诱人的香味，光

闻一闻就让人垂涎三尺，想要将它一口吞掉。

符离集烧鸡的做法比较复杂，首先放净鸡

血，投入60~65℃热水中烫，然后放在案上搓净

鸡毛，洗净鸡身。接着扒出内脏，用清水漂净

鸡血，一次次“翻来折去”使鸡身呈椭圆形。最

后，晾净浮水，用饴糖或蜜水沾抹鸡身，放入

100℃左右的油锅内翻炸。炸几分钟后捞出，

呈金黄色，放入卤锅中卤上几个小时。

吃烧鸡的时候，我喜欢将烧鸡放在冰箱里

冷藏几小时再吃。拿出凉冰冰的烧鸡，先将鸡

翅、鸡腿挑出来，然后将剩余部分撕成手指大

的小块，在盘子中吃。烧鸡的肉很烂，也没有

多少油，但是吃起来也不觉得柴，反而滑滑嫩

嫩的。刚入嘴时会有一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一

块肉很快分散成几块碎碎的肉在你唇齿间“嬉

戏”。越嚼味道越香，弥漫在嘴巴里。当它滑

下喉咙时，嘴里的味道也不消退。一只烧鸡吃

完了，都会咂咂嘴，回味着这种味道。

符离集烧鸡是非常著名的名菜，它不仅在

全国食品工业会议上被评为中国名菜，还在

2006年被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符离集烧鸡的历史也很久远，传说唐尧时

代，符离为古帝王颛顼之玄孙钱铿发明烹鸡术，

并因向尧帝献雉羹(野鸡汤)而受赏识，被封为大

彭(今徐州)国王，因称为彭祖。彭祖后被誉为烹

鸡术的始祖。汉朝的武帝，唐朝的玄宗，清朝的

乾隆都曾品尝过符离集烧鸡并赞不绝口呢！

这就是我老家的符离集烧鸡，它不仅是一

道名菜，它还承载了多少人的味觉回忆。

符离集烧鸡
合肥师范附小一小六（11）班 张梓沫 指导老师 詹慧

符

小贴士：本版欢迎小
记者们踊跃投稿，投稿邮
箱 scxbxjz@163.com，扫 一
扫官方微信，就有机会参加
星报小记者实践采风活动，
和我们一起交流，共同成长。
联系电话：0551-64376949

农家书屋益万家
安庆市怀宁县实验小学602班 陈子轩 指导老师 产竹梅

知识改变命运，爱心助飞梦想”。自从由政府统一规划、组织实施

“农家书屋”工程，我们农村陆续建成了多家书屋，我们村也不例外。

今年暑假，爸爸妈妈由于工作忙，把我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听说

要去爷爷奶奶家，我还有点不乐意，因为乡下太无聊了，没有游乐场，没

有我的同学，更没有好吃的汉堡。一想到这，我的心里难受极了！

来到乡下，我发现一年没来，这里的变化可大了，以前的草坪变成了

一个小型的体育场，傍晚时分人们都在这里锻炼身体。新建的村部可漂

亮了，一排排整齐干净的房屋前立着一根旗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家

乡的变化可真大呀！此刻我的心情好像没有那么糟糕了。

来到爷爷奶奶家，我们全家开心地在一起吃饭聊天，在聊天的

过程中，爷爷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我们村建了一家书屋。爱看书

的我听了这个消息甭提多高兴了！吃完饭便拉着爷爷一起去书屋，

走进去一看，哇！好多的书，一排排书排着整齐的队伍立在书架

上。我立马跑过去，书籍种类很多，有中外文学、法律法规、医学保

健、种植养殖等等，我最喜欢看的《上下五千年》《伊索寓言》《安徒生

童话》也有。真的是太好了，每天有这些书为伴，相信这个暑假的生

活肯定丰富多彩。

每天到了时间，村子里爱看书的大人、孩子陆续来到书屋，挑选自己

喜欢的书，与书为伴。大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探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通过查阅资料解决疑难杂症。孩子们在一起交流读书收获，互相推

荐书籍，共同学习，共同提高。书屋里时而安静，时而热闹。安静时，每

个人从书中汲取“营养”，热闹时，大家各抒己见，解决问题，交流收获。

邻居李阿姨喜欢唱黄梅戏，她每天来书屋查找新的曲目去教那些喜欢黄

梅戏的爷爷奶奶。大学生哥哥们在书屋给我们传授电脑课程，讲解时事

政治。这个暑假收获真的是太大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农家书屋，让村子里的人爱上了读书，增

加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让农村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爱农村书

屋，明年的暑假我还会来爷爷奶奶家，与书屋为伴，与伙伴们一起学习。

我们还有一个约定：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扩建我们村的书屋，让人们学到

更多的知识，不出门也能了解世界！

扩写《所见》诗意
合肥市长淮新村小学三（1）班 汪洪妍 指导老师 钟艳凤

“


